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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一

、．集义村位于山西省清徐县东部，东看太行，

西望吕梁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地势平坦，水

利优越i天蓝水清，环境优美，是节水型农业灌

区和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，有文字可查的历史可

以追溯到1240多年以前o
’

勤劳淳朴的集义人民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为

保卫与建设家乡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外来侵略

者斗，与反动势力斗，立下了不朽功勋。特别是

改革开放之后，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有了长足发

展，农民收入逐年上升，村容村貌和文化教育等

方面也有了较大进步，进入了百废俱兴、人民安

康的大好时代，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全面小康型

社会发展o 、

盛世修志，志在腾飞。集义人民知道鉴古知

今，继往开来的道理，收索志籍，博采村老，群

策群力，集思广益，认真研究，几易其稿，终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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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了这部《集义村志》，共十三章四十八节，

14万字。为我县的史志事业又增添了一块砖瓦。

我们希望3300多集义村人民，在新的征程中，

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，在“三个代表”的正

确指引下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j一把家乡建设得

更加美好-o ·

一

中共集义乡党委书记 郭建斌

集义乡人民政府乡长 ‘ 白印刚

2004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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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义是我可爱盼家乡，在外地王作时，时刻

眷恋着她。故乡的一草一木、父老乡亲，经常在

梦中出现。退休后i总想经常回乡看看。通过编

撰《县志》和《家谱》，更让我产生了编写村史

的念头。近年来，我便在新老志书上查找家乡的

资料，摘录了成万字的材料a去年，我与原县志

办主任王保玉、原集义乡乡长张铁联系，提出编

写村史的想法，得到他们的赞同∥今年，又与集

义村现任领导商量，他们非常欢迎。于是便开始

了调查研究和编撰工作。在编撰过程中，我们本

着以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‘重

要思想为指导，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依照历史

脉络，．秉笔直书，坚决不搞胡编乱撰；不搞褒扬

或贬责评论，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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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进行舍取。王保玉同志为本书的编撰费了心

血，商界名人、戏曲活动、家族家谱就是由他调

查编撰而成。通过三个多月的努力，全稿基本杀

青。由于本人的水平不高，知识有限，加之档案

资料残缺不全，书中错讹之处一定不少。望出书

后，读者发现错误或不足之处，望多加批评指

正。我们这次编志仅起个抛砖引玉作用。望有志

于修志的后起之秀，在重修《集义村志》时，比

我们做的更加充实，更加完美。

一 我们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县、乡领

导，感谢集义的三千多父老乡亲，感谢离退休的

老同志，感谢集义小学的各位师生和工友，他们

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各种方便。

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

李 中敬撰

2004年8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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